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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彩涂板行业的反倾销贸
易救济调查，就像是出口的老手遇
到了救济调查的新手。”中国贸促
会法律事务部副部长刘超在日前
于山东召开的彩涂板系列经贸摩
擦案件进展通报会暨下一步应对
工作协调会议上这样描述。

去年，面对泰国、印尼、越南、
印度、海合会等国家和地区对华发
起的彩涂板反倾销调查，中国贸促
会法律事务部、中国贸促会企业权
益保护中心在承接案件应对工作
调研的第一时间发现，国内应对经
验相对缺乏。

“无论是地区规则、调查人员
成熟度还是语言的转换，都给应对
工作带来新的巨大挑战。”刘超说。

“调查新手”花样百出

“这是我们第一次应对来自海
合会的贸易救济调查，从律师到企
业都没有经验。”中国贸促会企业
权益保护中心相关负责人在接受

《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说，海合
会自上世纪 50 年代成立以来，总
共对外发起了 3 起贸易救济调查，
其中 2起涉及中国企业。

相比欧美国家，海合会是一个
“调查新手”，无论是调查手段还是
调查程序都比较随意。按照惯例，
调查机关自发起调查公告之日起 6
个月内应发布初裁公告，否则调查
将自动终止。但是去年6月9日，海
合会贸易救济局技术秘书处开始
对进口扁轧制品发起保障措施调
查，直到去年12月底，在超过6个月
期限之后才发布初裁公告。

“海合会的调查不仅随意，而且
还有一些特别的规定，比如要求在听
证会上中方只能发表 15 分钟的讲
话，其中包括7.5分钟的英文讲话和

7.5分钟的阿拉伯翻译。相比这种不
成熟的规定，欧美国家往往会尊重国
外的习惯，对发言时间也大多不进行
限制，比较人性化。”上述负责人说。

不仅仅是海合会，来自越南、
印度等国的调查机关作为“调查新
手”都存在调查程序随意、裁决税
率随意等问题。欧美国家一般在
裁定书中都会经过计算，最后得出
倾销税率，但是，“越南在对韩国彩
涂板进行调查时，调查机关没有经
过严格的倾销税率计算，而是随意
作出了一个30%的税率。此后经过
韩 国 政 府 游 说 ，裁 决 税 率 降 为
15%。”上述负责人说。

越南工贸部更是放言，今后每
年将发起三至四起贸易救济调查。

涉案中小企业“赤膊上阵”

“我们去年刚刚到印度开拓市
场，不巧就遇到了印度对华彩涂/预
涂板展开反倾销调查。”一位企业
负责人颇为无奈地说。

这家企业的产品主要是内销，
部分销往阿拉伯国家、越南等国家
和地区。“只知道海外市场竞争激
烈，我们就想尝试着开拓市场，不
曾想却马上遇到了贸易救济调
查。”企业负责人说。

贸易救济调查是什么？怎样
应对贸易救济调查？贸易救济调
查究竟能造成什么后果？他们往
往对此一无所知。

据中国贸促会企业权益保护
中心统计，去年，泰国、印尼、越南、
印度、海合会等国家和地区对华发
起的彩涂板反倾销调查涉及的基
本都是中小企业，且大多都是第一
次遇到贸易救济调查。

“去年，我国遭遇的‘双反’调
查中有一半涉及钢铁行业，而钢铁

行业重灾区集中于彩涂板、镀锌行
业。”刘超介绍说，近年来，中国彩
涂板、镀锌行业遭遇欧美、新兴市
场等国家和地区一系列“双反”调
查，并裁定比较高的反倾销税率，
出口形势不容乐观。

据了解，土耳其经济部自 2016
年6月24日起对自中国进口的彩涂
板卷征收 23.4%的反倾销税，印度
2014年寻求对中国彩涂板征收20%
的保障措施税，欧盟 2013年对华彩
涂板作出反倾销和反补贴终裁，两
项税率相加后高达58.3%。

近年来，我国彩涂板出口市场
呈现“爆发式”增长，贸易逆差逐年
扩大，但是出口价格却逐年下降。

鉴于出口形势和贸易救济调
查的现状，不少中小企业开始“赤
膊上阵”，积极应对贸易救济调查。

应诉游说工作“掷地有声”

中国贸促会法律事务部在各
类经贸摩擦中组织涉案企业积极

应诉，并有不少胜诉案例。去年 11
月10日，刘超副部长在海合会贸易
救济局技术秘书处就彩涂板保障
措施案召开的听证会上，在7.5分钟
内用铿锵有力的英文演讲驳斥了
起诉方 Unicoil 公司的指责。在中
方的积极应诉和法律部的努力下，
海合会在去年年底发布的初裁报告
中没有裁决反倾销税率。

除了应诉外，法律事务部还积
极开展游说工作。

为进一步做好越南彩涂板保障
措施调查应对工作，去年10月17日
至21日,中国贸促会企业权益保护中
心派工作组出访越南，与越南大天禄
公司（起诉方）代表、进口商代表、我
方代理律师、起诉方代理律师、本案
日本企业代理律师举行了会谈，并拜
访了越南商工部竞争调查处。

越南商工部竞争调查处副处长
Nguyen Huu Truong Hung表示，来
自中国产业的“声音”有助于调查机
关客观公正处理两国经贸摩擦，促

进中越贸易健康发展。对于目前正
在进行的案件，他表示，在案件调查
过程中，越南调查机关基本使用了
中国企业提交的数据来计算相关倾
销和损害率。在已经公布初裁的镀
锌板反倾销案中，中国企业的税率
普遍低于其他国家企业的税率。越
南调查机关无意针对中国企业，一
定会依法依规推进调查。

“目前，在我们的努力下，泰国
彩涂板反倾销案、印尼彩涂板反倾
销案和越南镀锌板反倾销案正在
有序推进。”中国贸促会企业权益
保护中心负责人说，印度彩涂板反
倾销取得初裁最低限价，保住了现
有市场，正在争取更好的终裁结
果。对于越南彩涂板保障措施，调
查机关没有初裁，也没有临时性措
施，“我们正在争取把案件打掉”。
而海合会调查机关没有初裁，仅发
布了一份报告，并在报告中否决了
起诉方关于海合会产业遭受损失
是因为以中国为首的进口的主张。

中国贸促会法律事务部组织行业应对6起彩涂板贸易救济调查

破解“出口老手遭遇调查新手”难题

编者按：从北美到欧盟、亚洲到大洋洲、中南美洲到非洲，2016年堪称史
上钢铁贸易纷争最多、措施最为严厉的一年，涉及18个国家和地区，几乎囊
括所有钢材品种和所有贸易救济措施，包括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以及
反规避等。

据统计，2016年世界各国对中国新发起的钢铁贸易案总计43起，其中亚
洲20起，北美7起，欧洲5起，中南美洲和非洲各4起，大洋洲2起。此外，还有
32起案件终裁，主要针对2015年发起调查的案件，其中亚洲占14起。

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如果说2016年是国外对华反倾销的“钢铁年”，来

自东南亚、南亚以及非洲的高比重贸易救济调查案件则共同带来了不发达经
济体的“反倾销年”。

仅以彩涂板产品为例，本报记者细数中国贸促会法律事务部正在组织行
业应对的来自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海合会等5个国家和地区的6起贸易
救济调查案件发现，与欧美等成熟经济体不同，不发达经济体主要针对我国
中小型生产、出口企业，且往往缺乏完备的调查程序和专业调查人员，给我国
的应对工作带来新的挑战，主要表现为企业无独立应对能力、行业无先例可
借鉴、游说工作面临更大不确定性等。

2016 年 6 月 9 日，海合会
第一次发起针对彩钢板的保
障措施调查，同一时间，海合
会对中国扁轧制品发起贸易
保障措施调查；7 月4 日，印度
对自中国和欧盟进口的彩涂
板发起反倾销调查；7 月6 日，
越南对进口彩涂钢板发起保
障措施调查；12 月 26 日，印度
尼西亚对中国和越南的彩钢
板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短短半年时间，此起彼伏的贸
易救济调查令国内企业措手
不及，疲于应对。

难则求变。出口传统市
场受阻，有的企业开始转战其
他地区，拓展新的市场。长期
以来，这一思路也是多数加工
及出口企业面对国际贸易摩
擦时的首选之策。虽然放弃
应诉就近乎放弃了一国市场，
一旦胜诉，获得的却是在该国
的绝对优势，但考虑到时间成
本、应诉风险等一系列不确定
因素，多数企业还是不愿冒
险。过去，海外市场广阔，出
口企业即使“打一枪换一个地
方”也仍有很大空间，如今，各
国开始普遍性、集中化、大规
模地发起贸易救济调查，以往
的应对之策开始面临挑战。

令人欣慰的是，继国内大
型、领头羊企业之后，不少中
小企业已经意识到积极应对
经贸摩擦的必要性，并开始反
思 贸 易 摩 擦 背 后 的 自 身 问
题。一方面，钢铁等传统行业
成为海外贸易救济调查的重
灾区，我国在这些领域的传统
成本优势正在减弱，另一方
面，很多国内企业开拓海外市
场的思路仍然是低价取胜，不
同生产商对同一地区、同一型
号的产品报价相差巨大，试图
以低端价格战获取市场份额，
非常不利于海外市场对国内
企业的主观印象，最终导致的
是低利润、无秩序、缺少品牌
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还时时
面临各类贸易救济调查的尴
尬局面。

知易行难。虽然不少企业
已经意识到“空穴来风，未必无
因”，无序竞争的行业环境有时
恰巧给了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
查以口实，也意识到应切实做
出一些改变，但怎么改，从哪
儿下手，仍是一个令企业挠头
的问题。低端产品如果不靠价
格取胜，似乎也没有其他显著
优势；要做产品转型，又岂是一
朝一夕可以实现的；万一变革
不成，恐怕再无翻身之日。面
对一系列现实的问题，从觉醒
到行动，变成了难以跨越的一
道坎。

众人拾柴火焰高，对行业
企业更是如此。在大环境相对
艰难的情况下，唯有行业合力
才能与他国的贸易救济措施抗
衡。在买方市场上，市场份额
几乎固定，谁的产品价格低，谁
就具有竞争力，就能卖出去，体
现在国际贸易中，所有的竞争
成本就变成了一国行业的内
耗，出口价格越来越低，全行业
都近乎无利可图，但此消彼长，
没有哪一个企业愿意单独提高
价格，退出市场。试想，如果全
行业能够有序统筹，合力管控
出口价格，战略性提升产品质
量标准，成本均摊，利润共享，
再以国别、地区为单位出口产
品，是否就有可能在目标市场
上更加有利可图，产品的出口
优势会因合理的低价被进口商
和他国政府共同接受，而不会
因无序的低价授人以柄。各自
为政不如抱团取暖，你死我活
不及互利共赢。既然行业自觉
已经萌芽，行业有序就成为必
然之选。

“彩涂板是一个大税号，税号下包含的产品众多，
如何做好产品排除，是此次应对工作中最大的难点。”
中国贸促会企业权益保护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这个“大税号”产品有什么秘密？对彩涂板的贸
易救济调查究竟给国内企业带来了哪些麻烦？

记者了解到，所谓彩涂板，业内又称彩钢板、彩板，
生活中最常见于建筑施工中的临时搭建，如围墙、仓库
等，因其轻质、美观，具有良好的防腐蚀性能，又可以直
接加工，在建筑、造船、车辆制造、家电等众多行业被广泛
使用。

之所以称其为“大税号”，是因为这个看似粗放的建
材产品其实还有一系列“孪生姐妹”，因为制作工艺相似，
进出口时同类产品都被囊括在同一个海关税号之下。例
如，用于家用电器生产的“家电板”、用于钢窗等家具生产
的彩涂板都属于同一税号下的产品。记者调查发现，同
一税号的“家电板”产品和“建材板”产品价格差距达到
150美元。

既然这个“大税号”涵盖产品层级众多，那么这一轮
大规模对华彩涂板贸易救济调查所波及的企业范围自然
不在少数。据了解，除了众多生产、加工用于建材的彩涂
板企业外，我国多家生产家电板等高标准彩涂板产品的
企业也被囊括在此轮调查范围内。“大税号”意味着大范
围，是否就必然导致高风险、大损害呢？

其实不然，在中国贸促会企业权益保护中心看来，
“大税号”还意味着更大的抗辩空间。

在应对越南对进口彩涂板保障措施调查的过程中，
中国贸促会企业权益保护中心与日本行业代表抗辩律师
展开交流发现，可以从家电用彩涂标准高、售价高、需要
无尘环境等产品特殊性出发，主张高端涉案产品的排除
工作。此外，越南国内尚无相关行业，越南起诉方的代表
性也值得怀疑。

去年11月10日，海合会贸易救济局技术秘书处就海
合会彩涂板保障措施案召开了听证会。中国贸促会法律
事务部和企业权益保护中心、我驻沙特经商参处、山东省
商务厅、山东科瑞钢板有限公司、山东华丰钢板有限公

司、山东汇金彩钢有限公司等代表在参会过程中同样将产品排除工作
作为重要抗辩要点。

中国贸促会法律事务部副部长刘超在代表中国行业发言时提出，
“首先，保障措施调查是 WTO 给成员国预留的最后一道保护国内产
业的防御屏障，鉴于保障措施针对公平贸易，其调查需要满足极为严
格的法律要求。然而在本次调查中，起诉方提交的证据未能证明调查
期内进口产品数量和比例的巨大增长，其主张的增长和损害之间无直
接因果关系，也不存在‘不可预见发展’这一法律要件。其次，在目前
被调查的产品中，有海合会本地生产商不生产的涂层板（中厚板）应当
被排除出调查范围，且与涂层板相关的占 50%左右的进口价格数据也
不应当继续使用。最后，从事实上看，中国产品满足了海合会国家快
速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有效填补了海合会市场的缺口。10 余
年来，中国彩涂板生产企业与海合会本土下游企业建立了互信互利的
合作关系，海合会调查机关不应当为保护个别未受到实质损害的企业
而伤害更广泛的社会公共利益。”

因为我国代表抓住关键要点进行了充足、有力的抗辩，海合会在
初裁报告中表现出模棱两可的态度，难以得出肯定性制裁的结论。

作为同时出口东南亚、南亚、非
洲、中东等地区的彩涂板生产、出口
企业，去年下半年，山东汇金彩钢有
限公司（汇金公司）可以说迎来了出
口事业上的最大挑战——越南、海合
会、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几大出口目
标国纷纷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收到消
息的同一时间，出口订单迅速减少。

“以前每一至两个月就会有大
量新的询订单，而且滚动式不间断，
自从调查措施公布后，订单数量直
线下降，而且进口商还犹豫不决，很
多订单因为担心贸易风险而转投到
国内生产企业了。”汇金公司销售总
经理于永前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贸易救济调查直接或
间接地影响了公司出口销售总量的
三分之一。

摩擦应对：各国难题不一

第一次遭遇经贸摩擦，于永前
充满困惑和彷徨：它为什么产生？
会带来哪些影响？企业如何应对？
在与中国贸促会法律事务部多次对
接、交流后，他渐渐理清了思路，制
定出应对之策。

东南亚市场是汇金公司最早开
拓的海外市场，于永前对这个市场
最为熟悉。在与进口商交流的过程
中，他敏锐地察觉到，进口商普遍支
持从中国进口产品，但并不敢在贸
易救济调查过程中态度鲜明地发声
支持中国企业。细究下来，很多贸

易救济调查的申请方为当地垄断企
业或几家大企业联合，进口商和下
游企业的实力很难与之抗衡，一般
都被动配合调查，很少公开表态。

汇金公司花大力气开拓的印度
市场此次也成为重灾区。于永前告
诉记者，不仅针对彩涂板，去年，印
度还同时对从中国进口的冷轧板、
镀锌板发起了反倾销调查。“冷轧
板、镀锌板和彩涂板是一整个产业
链，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对 3个
产品同时发起反倾销调查，进一步
增加了应对的难度。”

通过全面分析印度市场情况，
汇金公司选择参加行业抗辩而没有
单独应诉。“我们对印度市场投入很
大，是国内彩涂板行业第一家完成
印度 BIS 认证的企业，但正是通过
长期打交道，我们感觉到印度官方
的办事效率不高，沟通难度大，可能
给贸易摩擦应对工作增加阻碍。”于
永前说。

产品思路：树品牌 做布局

虽然在摩擦应对工作中态度积
极，但对汇金公司来说，此番贸易救
济调查可谓无妄之灾。“我们的产品
定位于目标市场的中高端客户，每
吨产品价格也高出国内同类产品
100到 200美元，基本不可能形成低
价倾销。”

如今，“汇金”已经是东南亚响
当当的品牌，尤其是在马来西亚、印

度尼西亚、缅甸等国认知度最高，完
全可以与当地优质品牌抗衡。“基本
可以排前三位，在高铁站、停车场、
政府工程等重大场合，汇金都是被
优先选用的品牌。”于永前表示，也
正是因为树立了优质品牌的出口策
略，汇金公司在面对贸易救济调查
时显得很有信心，“数据会最客观地
证明我们的产品没有倾销”。

对品牌有要求，自然更要对品
质有追求。除了质量要过硬，汇金
公 司 还 琢 磨 起 了“ 专 属 产 品 定
制”——与世界知名化工企业阿克
苏诺贝尔合作建立了调色中心和实
验室，利用阿克苏诺贝尔公司研发
中心的优势，针对不同出口地区的
温度、湿度，调整喷涂油漆的配方数
据，在工厂加工时根据地区作出调
整。“长远来看，靠一种产品打天下
是行不通的，低价竞争更是行不通
的，恶性竞争最终只能导致偷工减
料和不可持续发展，只有高技术含
量、品质过硬的产品才能经得住市
场长久考验。”于永前表示。

战略：法律风险融入市场规划

从贸易救济调查的泥淖中走出
来，汇金公司的发展思路更清晰
了。虽然之前从未面对过贸易救济
调查，曾一时慌了手脚，但在汇金公
司看来，如今正是乘风破浪的好时
机。“对待贸易救济调查，我们已经
能用平常心来看待，企业想要走向
世界，经贸摩擦是避免不了的，有了
这一次的应对经验，我们反而认为
它不那么可怕，把经贸摩擦作为一
项已知的法律风险融入到市场规划
当中，就能打有准备之仗。”

不过，经贸摩擦还是能避则避，
如何规避，汇金公司也有一套思
路。于永前说，进入一国市场之前，
汇金公司会做全面的调研，一旦认
准了，就要扎扎实实地做，定位于中
高端客户，以高品质和好服务打造
核心竞争力，遇到阻碍就一一排除，
才能一步一个脚印，最终打响企业
的品牌。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范丽敏 姜业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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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汇金：无惧经贸摩擦 打有准备之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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